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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经过文物修复师
们三年多的不懈努力，新疆博物
馆五个国家文物局重点文物保
护修复项目得到专家评审组专
家们的同意，顺利结项。118 件
（套）珍贵文物，达到可以展陈的
效果。 （A3版）

看新疆博物馆
让文物重焕“青春”

在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
如何更好推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B2版）

巧砌文化砖美景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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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照亮未来
——跟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学习党史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在甘肃举行

新华社兰州3月 28日电（记
者 王博）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
团宣讲报告会28日上午在甘肃省
兰州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求
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李捷紧扣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的党史学习教育要求，系统梳理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
要论述，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
立足回答“为什么学”“学什么”“怎
样学”等现实问题，深刻阐释了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
和突出重点。他强调，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务求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取得实效。

甘肃省党政机关干部、高校教
师代表及各市县基层干部代表分别
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了报告会。

27日上午，李捷在兰州大学与
青年师生代表座谈，并向师生赠
书；下午，李捷前往八路军兰州办
事处纪念馆同基层干部群众互动
交流。

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
全国发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
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
设，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
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
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推
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习近平同志围绕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
家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于动员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
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
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
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
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
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7个专
题，共计107段论述，摘自
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
1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
话、说明、答问等60多篇
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
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时
刻，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1949 年 3月 23日上午，毛
泽东主席率领中央机关离开西
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的话
意味深长：“今天是进京赶考的
日子”。

2013年7月，党的十八大后
第一次党内集中教育——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
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
纪念馆内，总书记久久凝思：“党
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
穷期。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
华诞之际，又一场党内集中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
如荼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的足迹遍及革命老区和革
命圣地，重温红色记忆、讲述感
人故事、阐释党史启迪，为全党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树立了光辉典范。

明理增信——阐释百年
党史内在逻辑和深刻启示，进
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国国家
博物馆巍峨矗立。

步入《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展厅，历史的烽烟扑面而来。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
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
伟大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当选中
共中央总书记仅15天的习近平

同志，带领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来到这里，郑重宣示。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大历
史观审视和把握党史，始终将其
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学习
思索。

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
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建
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
程碑”。

学史明理，翻开百年激荡的
红色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
示纷繁历史烟云背后一以贯之
的必然逻辑。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习近平总书记生动讲述了“真理
的味道”。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
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
‘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
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
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
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
指着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
中文译本，总书记说，“这人是谁
呢？就是陈望道，就是写这本
书。”

5年后，党的十九大闭幕仅
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
和浙江嘉兴。在中共一大会址，
总书记又一次讲起这本小册子
的故事。

真理的味道为何如此甘甜？
正是因为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的几经挫折、惨痛血泪中，马克
思主义犹如一道刺破暗夜的闪
电，给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
犹如久旱逢甘霖的希望。

2020 年 9月 17日下午，千
年学府岳麓书院，细雨绵绵，正
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

讲堂前，总书记撑着伞，望
着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
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
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
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
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
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
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
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回望党史，才能更加深刻体
会到，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
不易。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才创造出改天换地、翻天覆
地的伟大奇迹。

2015 年 2月 14日，延安杨
家岭，中央大礼堂。在党的七大
召开70周年之际，正在陕西考
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这次彪炳史册的会议，把毛
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见证
了这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走向成熟的重要进程。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
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
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

新。”站在当年的会场，习近平总
书记深有感慨。

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一部百年党
史，就是一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史。

来到北京大学这个中国最
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
方，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抓好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
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
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认识。

在云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腾冲的艾思奇纪念馆，称
赞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本土
化讲好的人才”，强调要传播好
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
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

……
学史增信，在考察调研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马
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中国、
改变世界的，引导全党感悟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
个自信”。

从理论上的清醒到政治上
的坚定，在对历史经验乃至教训
的总结反思中，习近平总书记一
次次告诫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贵州，红色的土地。
2015 年 6月 16日，习近平

总书记到贵州考察，第一站就来
到遵义。

按当年场景布置的会议室
里，挂着一张当年与会人员的黑

白照片。习近平总书记走近仔细
观看：“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
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
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
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
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
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
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来到贵州考察。迈步乌
江河畔，望着对岸的悬崖峭壁，
总书记感叹：“从这里就可以想
象当年红军强渡乌江有多难！”

百年党史，多少跌宕起伏，
几多惊心动魄，绝处逢生、化危
为机靠的是什么？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
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
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
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意味深长。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
的建设。一部百年党史，就是一
部党的自我革命史。

重访福建古田会议旧址，召
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推动强军
工作开创新局面；再到河北西柏
坡，感悟“两个务必”深意，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来到北京
香山，提醒全党以“赶考”的清醒
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通过一堂堂历史现场的“党
史教学课”，习近平总书记引领
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 （下转A2版）

船头讲述党史故事
3 月 26 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高公岛

街道黄窝村党支部书记张立祥在渔港船头和“海上红帆”党支
部的党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宣讲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
党风廉政建设知识，推动党员干部知史、爱党、敬业。图为张立
祥在船头给党员讲述党史故事。 朱华南宋雅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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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永不停
歇的幸福接力，是一个永无止境
的提升过程。甘肃省天水市清水
县自2005年启动文明城市创建
以来，始终坚持将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
重 要 抓 手 ，形 成 了 由“ 创 ”到

“管”、全民共创共建共享的良好
格局，城市发展迈向精品化建

设、精细化管理、精致化塑造，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
度显著增强。

近日，记者专访了天水市委
常委、清水县委书记刘天波，听他
讲述33万清水儿女携手同行，共
创文明城市的奋进故事。

齐抓共建
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记者：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是全县上下矢志不渝的奋斗目

标。回望过去，清水县走出了一条怎
样的创建之路？收获了哪些成果？

刘天波：清水县委、县政府成
立了以县委书记任总指挥的创建
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创建、高
效率推进，实现创建文明城市“一
盘棋”，打好创建组合拳，不断丰
富文明城市的色彩和内涵，追求
城市内在美与外在美有机统一，
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全民参与，
厚植优势、引领发展，改善民生、
增进福祉，以德育人、以文化人之

路，推动一项项温暖人心的民生
工程相继出炉，一件件好事实事
落地生根，一大批群众关心的难
题得以妥善解决，清水老百姓从
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

今年，清水县入选2021-2023
年创建周期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名单。在新一轮创建中，我们将
坚定信心、再鼓干劲、一往无前，
以永不懈怠的劲头、永不言弃的
韧劲、永不止步的担当，迅速迈出
创建新步伐。

创建为民
开拓文明成果普惠新局面

记者：清水县在推动文明城
市创建的过程中是如何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的？

刘天波：文明城市创建之路，
是一条改善民生、增进福祉之路。
我县多措并举，持续察民情解民
忧纾民困，着力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下转A2版）

提振锐气鼓干劲 重整行装再出发
——专访天水市委常委、清水县委书记刘天波

本报记者 赵青


